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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影音乐概论》

内容概要

本书系作者依据自编电影音乐欣赏课程讲课教材整理提炼撰写，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本专题的学术论著
。全书含：电影中的声音、电影音乐发展史、电影中的画面与音乐、电影音乐功能、电影音乐特性、
关于电影歌曲、中国电影音乐家、影片音乐点评等八章，附录有：中国电影音乐获奖情况；电影中的
音乐形象（黄准撰），电影音乐的审美特征（葛炎撰）。书前有序（于润洋撰）、作者前言；书后有
主要参考书目与作者后记。责任编辑 许建斌，文字编辑 范达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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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影音乐概论》

作者简介

作者贾培源，60年代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后任职于浙江省电影发行公司宣传科。曾在杭州大学
、杭州教育学院、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大学、浙江电影学校讲授电影音乐欣赏课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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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评

1、《电影音乐概论》：一本填补空白的书/范达明/ 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特
别的书：《电影音乐概论》。书稿原是交到我的同事、综合编辑室主任许建斌（也是我美院附中的同
班同学）手中的。许兄认为我适合审阅此书（那时我正在为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做一本大的电影画册
《外国电影艺术百年》），让我替他做文字编辑。我当然没二话可说，因为作者贾培源也是我相识的
朋友。贾培源先生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后任职于浙江省电影发行公司宣传科。当
年，我们如想免费看最新公映的影片，常会从他那儿搞公司映前为媒体记者安排的专场招待票。他在
省电影公司任职的同时，也以他音乐专业的功底，在市内诸多高等院校开设的艺术欣赏课程中，为学
生讲授电影音乐知识。这些学校有杭州大学（今并入浙江大学）、杭州教育学院、浙江广播电视专科
大学等，另外还有浙江电影学校。《电影音乐概论》就是在作者自编电影音乐欣赏课程讲课教材的基
础上整理提炼撰写的，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本专题的学术论著。全书含：电影中的声音、电影音乐发展
史、电影中的画面与音乐、电影音乐功能、电影音乐特性、关于电影歌曲、中国电影音乐家、影片音
乐点评等八章，附录有：中国电影音乐获奖情况；电影中的音乐形象（黄准撰），电影音乐的审美特
征（葛炎撰）。书前有序（于润洋撰）、作者前言；书后有主要参考书目与作者后记。无可怀疑，本
书的出版填补了电影音乐专题论著的空白，这是本书的主要价值。因为此前国内尚未有本专题的专著
问世。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于润洋先生在该书的“序”中也说到：“在我国，电影音乐的研究就显得
更为薄弱，基本上处于起步的阶段。”“这部著作的问世是非常有意义的⋯⋯尽管这种研究还是处于
初始的阶段。” 但是本书的缺点也较明显，尤其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。一是理论阐述不很充分。就课
题本身规定的“概论”而言，理论阐述本应占据首要位置。或许这与本书的原胚是来自作者所开讲座
的讲课提纲与讲义有关。全书在理论阐述上常常是点到为止，缺乏较为翔实的分析论证。譬如，对于
电影音乐的外部关系，讲了电影中的声音的问题，也提出了声音中的三种元素，但是对于其中音乐与
对白、音乐与音响的相互关系或相互的制约与影响等问题，在应该展开阐述的时候，常常跳到对于具
体案例的分析上，后者尽管也有必要，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起码应有的更为充分系统的陈述与理论
归纳。二是成书结构不够严谨。譬如，在理论论述的第一章“电影中的声音”和第三章“电影中的画
面与音乐”两章之间，突然插入了作为“史”的介绍的第二章“电影音乐发展史”；而第五章的“电
影音乐特性”或许应该放在第四章的“电影音乐功能”之前。这些多少都有损于本书成书结构的系统
性与严谨性。三是论述内容以偏概全。就音乐来说，原本就包含了声乐与器乐两大类。书中有“关于
电影歌曲”的第六章，这似乎是特设的一章，因为我们在书中并未看到有应与其并存的“关于电影器
乐”或配器问题所单独安排的某个章节。相关情况还有：在第三章设有第三节“中国电影音乐发展概
况”，却不见书中另有“外国电影音乐发展概况”的介绍；设有第七章“中国电影音乐家”，却没有
相应的“外国电影音乐家”的内容。同样，在书的“附录”里，收录的也只有关于“中国电影音乐获
奖情况”，而缺了外国方面的情况，等等。本书以偏概全的问题，涉及不同方面，而主要是国内情况
介绍得多，外国情况介绍得少（或没有介绍）。这是本书在有机性与完整性上较明显的不足之处。这
里，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这些存在的问题，只是就该书命题或课题理应达到其高标准的要求而言的；
就本书已实际阐述的诸多具体内容来说，对于读者了解电影音乐的基本知识还是开卷有益的。而这些
问题的存在，我想，主要是与作者在当时时代条件下实际所能掌握的资料的局限性有关。当初笔者虽
担任了该书的文字编辑，因非责任编辑，有些问题或许当初不便提出，即使提出，如作者一时无法修
整充实，也无济于事。事隔十多年了，而今看到手边书架依旧保留的此书唯有的一个藏本，倒是感到
极其珍贵了。日前发现本书至今在“豆瓣·读书”上仅列有条目的简陋信息，更无完整的书评可言，
觉得不妥。作为作者贾培源的朋友（他也是我的北京朋友、电影史研究家朱天纬女士的央音附中的同
学），遂抽百忙之闲，为贾兄的著作做点著录工作，也随手做了上述论评，都是实话实说，并且认为
，有评论总比十多年来的沉默强十倍。不过我俩之间因故也久未往来了。作者应该也已退休。那么，
我想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，作者若有意，能再花些力气，在本书的基础上做一番补充与增订，或
许还能够有一个新版本的《电影音乐概论》问世呢。2013年8月23-24日子夜
2、这本书出版已经有10年了，成书的年代网络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，作者不是学院专门靠研究吃饭的
，凭着兴趣捣鼓这么一本书实在不易。本书的确是本《概论》，可以作为入门书籍看。书中有大批中
国电影音乐工作者的小传。可悲的是10年后我们仍然很难找到这个领域里的新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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